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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千米的认识》教案（优秀 8 篇） 

关于三年级数学《千米的认识》教案 篇一 

    教学目标：  

    1、认识千米，初步建立1千米的长度概念，知道1千米等于1000米。  

    2、会进行长度单位间的换算及简单的计算。  

    3、进一步培养学生的估测意识和实践能力。  

    教学重点：  

    建立 1千米的长度概念，会用千米表示实际长度。  

    教学准备：  

    要求学生到路边观察路标，教师制作一块路标。  

    教学过程：  

    一、复习导入  

    1、教师提问：我们都学了哪些长度单位？  

    学生回答后，让学生具体表示一下1毫米、1厘米、1分米及 1 米的长度。  

    2、教师说明：我们以前学过的长度单位比较大的是米。你们还见过或听说

过比米大的长度单位吗？  

    学情预设：学生可能会提到“千米”。  

    二、探究新知  

    1、认识千米。  

    教师出示例 3 的情境图。（有条件的学校也可以播放提前录制好的视频录

像，录像中出现路牌标志）  

    提出下面的问题：类似图中的情境你见过吗？从图中你知道了什么？  

    [学情预设：看到上面的情境图，学生一下子会调出已有的知识经验，他们

会想到周围的路标。]  

    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解释路标上的“21千米”和“23千米”是什么意

思。  

    教师指出：在计量比较长的路程的时候，通常用千米作单位，千米也叫做

公里。千米是比米大的长度单位。  



  
 

第  2  页 共  20  页 

 

    2、出示老师收集到的学校附近的路标，让学生理解、体会从某路口到当地

某个标志性建筑的路程是多少千米的含义。  

    3、建立 1千米的长度概念  

    （1）师：那么 1千米的路程有多远呢？它与我们以前学过的长度单位

“米”有什么关系呢？  

    同学们都喜欢上体育课，（教师出示学校操场的图片）学校操场的跑道一圈

是 400 米（注：每个学校的跑道可能不相同，这里仅以 400 米为例说明大体教

学思路，实际教学时，尽可能用学生身边的数据），算一算，跑几圈就是 1000

米？  

    教师指出：1000 米就可以用较大的长度单位来表示，就是千米。  

    板书：1千米（公里）=1000 米  

    教师：同学们上学，有步行的，有骑自行车的，有坐公交车的，还有父母

开车接送的。人步行每小时可以走 5 千米，骑自行车每小时可行 15 千米，坐公

交车每小时可以行 40 千米。你们能估计一下从自己家到学校有多少千米吗？  

    （2）实际感受 1 千米。  

    到操场上量出 100 米的距离，让学生仔细观察一下。并让学生按一般的步

行速度实际走一走，所需时间大约是 1分十几秒。（注：这个教学环节也可以放

到课前进行）。然后告诉学生 10 个这样的长度就是 1千米，一般步行 12 分左右

的距离大约是 1千米，并让学生想象一下 10 个 100 米有多远。  

    4、完成教科书第 8页上的“做一做”。  

    到校门口，以小组为单位，互相说一说（估）从学校门口到什么地方大约

是 1千米？在确保学生安全的前提下，可以组织学生到校外走 1 千米的活动，

感受 1 千米的距离。（注：如果条件不允许，此题可以作为课外作业）  

    5、教师出示教科书第 22 页的例 5。  

    3 千米=（）米 5000 米=（）千米  

    教师放手让学生先独立填写，然后让学生在组内互相说说是怎样想的。  

    通过学生回答，使学生明白：1千米是 1000 米，3千米是 3个 1000 米，就

是 3000 米；1000 米是 1千米，5000 米是 5 个 1000 米，就是 5千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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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6、练一练。  

    6000 米=（）千米 4千米=（）米  

    （）米=7 千米 9000 米=（）千米  

    [设计意图：本节课的教学，教师没有平均使用力量，教学时把重点放在千

米的认识上，长度单位间的变换由于学生基本上属于“教师不讲就会”的状

态，所以教师花费的教学时间相对就少一些。]  

    三、巩固练习  

    1、指导学生完成练习二第 1、2题。  

    第 1 题，是关于物体运动速度的练习，目的是让学生对常见物体运行速度

有一定的认识。可以先让学生独立完成，然后再进行反馈。  

    第 2 题，目的是帮助学生进一步感受千米在生活中的应用。可以让学生独

立完成。  

    2、练习二第 3 题。  

    学生在教科书上独立完成，然后集体订正。  

    3、解决生活中的问题。  

    （1）老师家离学校大约有 4千米的路程，如果让你选择，你会选择什么交

通工具来学校？为什么？大概需要多少时间？  

    （2）妈妈带小明坐长途汽车去看奶奶，途中要走 308 千米。他们早上 8时

出发，汽车平均每小时行 80 千米，中午 12 时能到达吗？  

    四、课外拓展  

    1、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每小时不能超过（）千米，磁悬浮列车每小时可

行驶（）千米，地球绕太阳每秒运行（）千米。马拉松长跑比赛全程大约（）

千米。（课后可在父母的帮助下到图书馆或网上查找这些资料。）  

    2、写一篇数学日记：《我心目中的千米》  

    [设计意图：教师在落实了教材所设定的教学目标后，课末布置了学生课后

实践调查活动，把学生带向了研究性学习的行为中，为学生自主学习创造了环

境。]  

    千米的认识教案 篇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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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教学内容  

    心理学研究表明：当学习的材料与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相联系时，才能

激发学生学习和解决问题的兴趣，数学才是有生命力的。教师找准了教学内容

与学生知识经验的“切合点”，在学生建立  

    师：火箭的速度大约是每秒 4千米，也就是多少米？  

    此环节的设计让学生通过多方位、多角度的材料感知建立1千米的丰富表

象，学生举例身边的事物并用具体的数据来描述1千米的长度，给学生提供操

作、交流与想象的时间和空间，在提供学习资料的基础上现场生成学习材料，

在交流中进一步感受 1千米的具体长度，在头脑中比较清晰的建立1千米长度

的“模型”，培养了学生的数感。  

    在学生具有大量的感性基础和丰富的表象积累上，以直观、动态的录象播

放让学生感知摩托车行驶 1 千米路程，用另一种的方式感知和感受1千米，强

化了对 1 千米有多长的感受性。  

    此环节的设计关注学生的心理需求，联系生活提供丰富学习材料作为数学

教学的活教材，使数学不显得枯燥而是充满真实感和亲切感，感受数学与生活

密切的联系，体验学习数学的价值  

    二、教学反思  

    本节课教学体现新课标理念，设计巧妙，选择贴近学生生活学习素材，注

重学生自己对知识的体验，让学生感受数学的现实意义与价值。  

    （一）让数学知识与生活密切联系  

    当数学与学生的现实密切联系时数学才是活的、富有生命力的。新课标强

调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，要求数学教学必须从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和感兴趣

的事物出发，使他们体会到数学就在身边。对于 1 千米的观念的建立本身是枯

燥的，学生会感到索然无味，只是机械被动的去学习。然而教师在尊重教材的

基础上创造性地使用教材，并根据学生的实际对教材内容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和

补充，教师选择贴近学生生活，以常见的事物作为教学内容，如播放我国长

江、雅鲁藏布江、火箭发射等图片，让学生对它们的长度、深度、高度进行千

米和米的换算，使学生自然就融入了学习环境中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，变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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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的学习为主动学习，同时也感受到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，感到学习数学的

价值与意义。  

    （二）把已有的经验作为支点  

    学生的空间知识来自于丰富的现实原型，培养空间观念要将教学拓宽到生

活空间。教师能借助学生对 100 米的长度的认识作为“敲门砖”，找准发展空

间观念的支点，通过课前感知、课中回忆、推想等一系列数学活动中逐步建立

1千米的观念，让学生在真实的现实背景中，引领学生建立数学模型。  

    （三）给学生充分的感性积累  

    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感受 1千米，建立 1千米的观念。教师能从学

生所熟悉的校门口到丽都美容院之间 100 米的长度入手，推想 1千米的长度；

接着，让学生结合身边的物体利用数据来描述 1 千米的长度，培养学生的空间

观念；最后，再让学生通过看摩托车行驶 1 千米的实际长度的录象，层层递

进，步步深入，注重感性积累与体验，在学生自己对知识的体验中建构新知

的，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。学生在用自己的方式描述 1 千米的长度时，

留给学生充分的学习时间和学习空间，自己探索与交流，学生的答案丰富多

彩：“教室的 2块地砖的长度大约是 1米，2023 块地砖的长度约是 1千米”、 

“教室门约高 2 米，500 个门叠起来的高度约是 1千米，冲天了！”“小朋友

走 1 米大约要 2步，1千米大约要走 2023 步”……这一环节的设计提供给学生

“再创造”的时机，形成学生思维碰撞的高潮，课堂显得真实而生动。  

    《千米的认识》教案 篇三  

    教学目标：  

    1、通过动手实践，使学生意识到量比较长的物体的的长度可以用分米作单

位。  

    2、认识分米，建立 1分米的长度概念。  

    3、培养学生估测意识和能力。  

    教学重点：  

    认识分米，建立 1分米的长度概念  

    教学难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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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选用合适的单位测量物体的长度  

    教学过程：  

    一、学生动手测量课桌的桌面的长、宽。  

    师：昨天同学和聪聪已经量出了这本数学书的长、宽、厚，你们还想知道

哪些物体的长度？  

    生：……  

    1、两人为一组测量桌面的长、宽。  

    2、全班交流。  

    3、发现问题，提出问题。（引导学生发现量比较长的物体的长度用厘米、

毫米作单位来测量不方便）  

    二、建立 1分米的空间观念  

    1、让学生观察尺子，尺子上 0刻度到刻度 10 之间的长度就是 1分米，请

学生数一数几厘米是 1分米。  

    板出：1分米=10 厘米  

    2、让学生找一找、比一比在我们身边，或在我们身上哪些物体的长度约是

1分米。  

    4、用手比划 1 分米有多长。  

    5、闭上眼睛想一想 1分米有多长。  

    三、认识几分米  

    1、在尺子上认识几分米。  

    2、出示课件让学生认识几分米  

    四、用分米量  

    1、量绳子的长度（让学生先估测，然后再测量）  

    五、巩固发展  

    1、练习一的第三题  

    2、判断下列的说法是否正确，正确的打“”，错误的打“”  

    （1）一条裤子长 9分米（）  

    （2）一张床长 5分米（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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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3）小明高 14 分米（）  

    （4）一支毛笔长 2分米也就是 20 厘米（）  

    3、填空：  

    5 分米=（）厘米=（）毫米  

    30 毫米=（）分米  

    40 毫米=（）厘米=（）分米  

    2 米=（）厘米  

    4、学生独立完成练习三第 4题教和第五题。  

    5、指导学生完成练习三第六题和第七题。  

    六、全课：  

    说说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！  

    千米的认识教案 篇四  

    一、教学内容  

    人教版《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》三年级上册P7—8 千米的认

识 。  

    二、学情与教材分析  

    “千米”是一个常用的长度计量单位，在学生的生活中经常会听到、看到

有关千米的使用信息，建构效果的好与坏，将直接影响到学生空间观念的形

成。由于“千米”是一个较大的长度单位，离学生“可视性”的体悟和感受经

验比较远，对学生来说比较抽象，学习过程中千米概念的建立比较困难，是学

习的难点。  

    在此之前，学生已经认识了长度单位米、分米、厘米、毫米，日常生活中

也有走路上学、乘车旅游、参加运动会等生活经验，这就使得本节课很容易和

学生的生活经验结合起来。考虑到锦江小学校园及学生的特殊情况，在帮助学

生建立 1千米实际长度概念时选用学生熟悉的学校周围的一些环境，这样既能

有效化解难点，又能让学生体会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。  

    三、教学目标  

    1、认识千米，初步建立 1千米的长度概念，知道 1 千米等于 1000 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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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、会进行长度单位间的换算及简单的计算。  

    3、进一步培养学生的估测意识和实践能力。  

    教学重、难点：建立 1千米的长度概念，会用千米表示实际长度  

    四、教学过程：  

    （一）复习导入  

    师：到目前为止，你知道的长度单位有哪些？（毫米、厘米、分米、米）  

    （二）学习新知  

    1、认识 1千米。  

    师：如果我们要量从大庆到哈尔滨的距离，用毫米、厘米、分米、米这 4

个长度单位合不合适？  

    师：你感觉 1千米应该有多长？  

    2、感受 1千米。  

    师：1000 个 1 米有多长？你来猜测一下。（400 米一圈的操场，走两圈半就

是 1千米）  

    师：请每个人都在心里默默地想象一下 1千米有多长，说给你小组的同学

听一听。  

    师：1千米究竟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长，你想不想亲自到室外去验证一

下？我们一会儿到外面去验证一下 1千米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长。  

    去室外体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：  

    （1）步要匀，路线要直。  

    （2）数步数时可以用手指帮助计数。  

    （3）靠路边行走，注意安全。  

    （4）完成学习汇报单  

    你们走了多少步？你们感觉走的累不累呀？用多长时间呢？你觉得 1 千米

怎么样？今后，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估测一下，从一点到另一点你走的路

大约有多长  

    回到教室里，说一说走完 1 千米的感受。  

    3、估算 1千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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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从我们学校门口出发到哪里大约是 1千米。  

    4、单位间的换算  

    （三）巩固练习  

    （四）总结阶段  

   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，你有什么收获？  

    写一篇数学日记———《感受 1千米》。  

   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写：  

    1、 你眼中的 1千米有多长。  

    2、 走完 1千米的路你有何感受。  

    3、 你所熟悉的哪段路的长度大约是 1 千米。  

    《千米的认识》教案 篇五  

    教学目标：  

    1、通过实践活动，感知、了解千米的含义，建立一千米的长度观念。  

    2、会进行长度单位间的换算及简单的计算。  

    3、进一步培养学生的估测意识和实践能力。  

    教学准备：  

    多媒体课件、米尺。  

    课前活动：  

    课前领学生到操场里走 100 米的路 1次，并计下所需的时间及步数。  

    教学重点、难点：  

    建立 1千米的长度概念，会用千米表示实际长度。  

    教学过程：  

    一、导入，初步感知  

    1、说说我们已学过哪些长度单位？（板书：米、分米、厘米、毫米）用你

喜欢的方式表示 1 米、1厘米。  

    2、下列测量活动用什么长度单位合适？  

    （1）测量铅笔的长度。  

    （2）测量硬币的厚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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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3）测量课桌的高度。  

    （4）测量教室的长。  

    （5）测量宜兴到到无锡的路程。  

    师：如果要测量宜兴到到无锡的路程，我们可以选用哪个长度单位来测量

呢？  

    3、揭示课题：用米测量太麻烦了。宜兴到无锡的距离比较远，我们需要用

更大的长度单位来测量，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个新的长度单位千米。（边说边板

书）  

    二、学习新知  

    （一）导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见过千米，如  

    （1）出示四张画片，学生观察讨论，说标记的意思。  

    （2）师：你还在哪些地方见过或听过千米？（让生答）  

    （3）小结：计量路程或测量铁路、公路、河流的长度，通常用千米做单

位。千米又叫做公里，可以用km 表示。（板书：（公里 km））  

    （二）新课展开  

    1、联系生活，初步建立千米观念：1千米有多长呢？昨天老师带领大家走

了 100 米的路程，（课件出示食堂到店门口）想一想，1000 米要走多少个 100

米？（10 个）对，就是像我们昨天那样走 10次，5个来回。 10 个 100 米是

1000 米，1000 米就是 1 千米。我们可以写成 1 千米=1000 米 全班齐读一次 。

（指导学生朗读：用不同的停顿来区分）（课件出示，相机板书）追问：2千米

=（ ）米 （让学生说想法，如：2千米里有 2 个 1 千米，就是 2023 米）4千米

=（ ）米 3000 米=（ ）千米 9千米=（ ）米 6000 米=（ ）千米。（想想做做

第 3题）  

    千米的认识教案 篇六  

    教学目标：  

    1、知识教学点：让学生认识千米这一长度单位，并通过操作、推想、交流

等活动感知 1千米有多长，初步建立 1千米的观念。  

    2、能力教学点：使学生学会千米和米之间的简单化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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